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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大肚烏日沙鹿龍井選區立委補選，顏家從前兩屆得票都超過59%，狂贏近4萬票到這次和民進
黨同得49%，只贏1138 票，不到1%，而且全靠顏家居住地兩里暴贏2000多票才保住席位。變化
會這樣戱劇性，通論是，顏家基層實力雄厚，差一點翻船全是背負了國民黨的包袱的緣故。為背
頭國民黨包袱痛萬分的顏家，選舉時努力撇清跟國民黨的關係，對馬總統的提名怨得要命，既不
給他來站台，謝票時謝了一大票人但死也不謝馬。

      國民黨真的成了顏家的毒藥了嗎?假使是，那麼為了保住顏家地方山頭，和國民黨漸行漸
遠，恢復過去無黨身分便是顔家的上策了。不料在基層謝完了票後，顏清標馬上致電國民黨秘書
長曾永權希望向「馬主席」表達感謝，顏父子到達國民黨中央黨部後誠恐誠惶地說「顏寬恒在選
舉，害總統被民進黨拿出來罵，我們很不好意思！」這又是怎麼回事?應當是，顏家和一般外界應
當和國民黨漸行漸遠的評估不同，他們認為馬總統和國民黨對家族這次選舉的傷害雖然是事實，
但長遠估算，參加國民黨比採取無黨籍身分有前途。換句話說，顔家押政治的大趨勢是進一步走
向兩黨政治的寶。未來無黨籍真的沒有空間了嗎?且先回顧一下他們近十年來的發展。

      1990年代初，台灣剛民主化，國民黨獨大，但民進黨也才成立不久，力量有限，大抵在兩
黨之外，無黨籍人士仍相當大的政治空間。看好這空間，2004年一部份無黨籍人士組成「無黨團
結聯盟」，並登記做「政治圑體」。由張博雅當主席，建黨時有立法委員十人，包括瓦歷斯·貝林
、呂新民、林炳坤、顏清標、何金松、陳進丁、邱創良、蔡豪、鄭余鎮、高金素梅朱星羽等人。

      他們組成政團除了避免在藍綠對立中邊緣化之外，還在於希望集中到一成以上選票以獲得
共三丶四席的不分區和僑選立委席次。

      2004年底，無黨團結聯盟提名26名區域立委候選人、5名全國不分區候選人與1名僑選立
委候選人參與選戰，雖不分區掛零，但區域立委獲得6席，差強人意。2008立委選舉制度改變成
採單一選區兩票制，無盟在區域立委共推舉5席，不分區推舉劉憶如等2席。結果區域立委中當選
3席：林炳坤、顏清標、高金素梅，不分區仍然掛零。

      2012年立委選舉，黨魁林炳坤敗給民進黨籍的楊曜，在立法院的席次中剩下兩席。從三屆
選舉的結果，可以看到，台灣政治藍綠對立愈來愈明顯，無黨的空間愈來愈小，等到採取單一選
區兩票制以後更是如此。2008區域立委無黨聯盟拿了239,317票，但政黨不分區立委選票竟只有6
8,527張佔0.7%,這樣的不分區得票說明了「沒黨蓋高尚」的口號並沒有什麼吸引力，於是2012年
甘脆不提名不分區立委侯選人；相對的，2012「有黨」的親民黨不分區得票率5.86%，拿到2席，
台聯不分區9.57%得到3席。後兩黨區域一不提名，一提了名當選掛零。這對比很鮮明，說明的是
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，「去意識型態化」的無黨人士的前途比基進訴求的小黨還不樂觀。

      台灣和韓國選舉制度就像經濟發展策略一樣，大體上都是跟著日本走，原來都採取複數選
舉單記不可讓渡的制度，然後又由日本開始，全改成並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。這種新制度在日韓
造成政權輪替的強烈效應。國會席次多數少數的翻轉非常劇烈。日本，在舊選制時代，自民黨靠
「雄厚地方實力」，戰後一直持續維持一黨獨大局面，以1993為例，最大黨的自民黨席次竟相當
於排名第二，三，四的三黨的總和，是一黨萬年執政之局。
   

席次比 
自民黨 43.64% 
社會黨 13.70% 
新生黨 10.7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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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明黨 9.98% 
  日本新黨 6.85% 

日本共產黨 2.94% 
民社黨 2.94% 

先驅新黨 2.54% 
民社連 0.78% 

無黨籍及其他 5.87% 

      1996採取單一選區兩票新制，希望依杜瓦傑的理論，使選舉 制度更有利於選民向政黨追
究政治責任，也更具備政策對決的意義，俾促成勢均力敵可以輪替的兩黨制。1993前兩大党
席次總合才五成多，新制實施後兩大黨席次加起來從四成多
大幅升高到七成直到接近九成以上。但，從1996到2005兩大 黨選票總合的增加，與其說是因為
前兩大黨席次拉近，而出現政黨輪替的機會，不如說自民黨成為新制最大的受益者，席次率節節
上升，從1993的43.64%直升到2005的61.7%，這
簡直使政黨輪替更不可能，選舉失去了追究政治責任和政策對決的功能1。
戲劇性的是2009年民主黨選舉大勝，議席由113席大漲到308 席，增加195席，創日本戰後眾議員
選舉佔有議席最多和在眾議院佔有席位比例最高記錄，民主黨於是取代自民黨執政。
反觀自民黨席次由303席，大幅跌到剩119席。

      然而同樣戲劇性的，再到了2012大選，多數少數又一次來個180度大翻轉，自民黨從118
席暴漲到294席，民主黨從308席 跌到剩57席，變化之激烈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經過這兩次選舉後，單一選區兩票制造成政黨輪替的效應終 於犀利地發揮了出來。不過2012的選
舉前兩大黨雖然共獲得了73.0%的席次，但第二大黨民主黨席次才剩11.8%，完全回到一大多小的
體制了。這又怎麼解釋?這應該是釣魚台中日嚴重衝突，造成整個日本
強烈反中的民族主義風潮造成的一個短期現象，民族主義風 潮既使長期標榜親中的原執政黨民主
黨潰不成軍，又使原居邊緣的極右翼勢力大張，匆促組成維新會竟在政黨比例代表 上領先民主黨
而獲得20%選票。等到風潮過後，單一選區的制度性力量應會再度發揮力量促成兩黨體制才對。
   

93舊制 新制96 0 3 5 9 12 
自民 43.64 48.8 48.2 49.4 61.7 24.8 61.2 
社會 13.7 
新進 31.2 
民主 26.5 36.9 23.5 64.2 11.8 
計 57.34 79.0 74.7 86.3 85.2 89.0 

第一丶二大黨合計百分比表     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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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席位 119 308 --- 21 5 --- 9 7 1 3 
區域 得票
率和 席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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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進一步分析，單一選區兩票制，是小選區簡單多數決制和政
黨比例代表制的混合，前者贏者全拿，兩大黨囊括席次，小 黨毫無空間，有利形成兩黨體制的產
生；而後者則有利保障多元政黨的存在，小黨頼以生存。由於日本的體制，小選區
席次佔60%，比例代表只有40%，所以前者的效應強於後者 
；比較起來，我國比例代表只有34席，佔總席次才30%。

     
另外，日本比例政黨取得席位沒有全國性5%的高門檻限制，像社會民主黨政黨票只有2.38%
仍有1席；相對的，我國2008新黨政黨票4%卻一席都沒有，因此我國體制比日本不利於小 黨；何
況，在歷史結構上，台灣由於長期戒嚴，形成了被鎮壓的「黨外」和鎮壓者國民黨的對立，解嚴
後延續成藍綠統 獨對立，兩陣營對立的歷史結構穩定，如今國民黨雖不得不 淡化統的色彩，某
個程度回過頭去向李登輝本土化方向再調整，但貧富對立又填充了政黨對立的內容並以「南綠北
藍」 為其表象，這是和日本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毫無問題的，
我國兩黨政治的趨勢將比日本強。 以大台中市來說，從1992立委全面改選以來，藍綠得票率逐 
步拉近而走向勢均力敵的趨勢非常明確，所以這次補選雙方選票拉到49%比49%是在趨勢中，不
必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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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既然無論從制度面或歷史傳統台灣都比日本有利於在得票率 上走向兩黨制，本來自然也
就更有利於我國國會多數少數的輪替，但日本在改變選制時也同時修法明定選區大小要依票
票等值原則劃分，使選票能充分體現民意的變遷，才使自民 黨不能再靠票票不等值，形成不公平
競爭壟斷政權。本來調整選區使達到票票等值是各民主國家經常努力的目標，希奇
的是，我國則因國會減半而逆向朝更不票票等值而的有利於
國民黨的方向修改，無疑的，這將使單一選區造成的國會多
數少數輪替，翻盤的效果大幅鈍化；不過，依日本例子來看， 單一造區追究執政責任的效果實在
太強大了，雖然要國會政黨輪替難度大增，但仍不致於完全沒機會，看來，馬總統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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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的滿意度恐怕不易顕著的回升，所以2016要行政立法全面
輪替，現在欠的只在民進黨願景不明政策模糊，無法建立民 眾的信賴感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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